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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型复合网孔状羟基磷灰石修复牙周骨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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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评价天然型复合网孔状羟基磷灰石棬斏斎斄棷斅斖斝棭修复牙槽骨缺损的临床效果暎方法暋随机

抽取 棽名牙周病患者的椂棸颗患牙棳随机分棾组椇天然型复合网孔状羟基磷灰石棬斏斎斄棷斅斖斝棭组暍天然型网孔状

羟基磷灰石棬斏斎斄棭暍羟基磷灰石棬斎斄棭棬对照组棭暎患者经牙周基础治疗后棳分别植入斏斎斄棷斅斖斝暍斏斎斄暍斎斄棾种

生物活性材料暎于术前暍术后棾暍椂暍棻棽个月棳分别对患牙牙周附着丧失水平棬斆斄斕棭和牙齿松动度两个临床指标进

行分析暎结果暋斏斎斄棷斅斖斝组疗效优于斏斎斄组和 斎斄组暎斏斎斄棷斅斖斝组牙周附着丧失水平棬斆斄斕棭及牙齿松动

度术后棾暍椂暍棻棽个月逐渐减小暎斏斎斄组暍斎斄组牙周附着丧失水平棬斆斄斕棭及牙齿松动度术后椂暙棻棽个月无明显

减少暎结论暋斏斎斄棷斅斖斝可以促进牙周病患牙牙槽骨修复棳有可能成为临床治疗骨缺损的一种理性修复材料暎
关键词暋天然型复合网孔状羟基磷灰石椈牙周病椈骨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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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牙槽骨缺损的修复在治疗牙周病的手术治疗

中具有重要意义暎人工骨及人工骨材料已经被应

用于这一领域研究棳天然型网孔状羟基磷灰石

棬斏斎斄棭暍羟基磷灰石棬斎斄棭已经应用于临床治疗牙

周病骨缺损椲棻椵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骨缺损的修

复暎棻椆椂 年棳斦旘旈旙旚椲棽椵首次报道脱矿的骨基质在软

组织 内 可 诱 导 骨 形 成棳随 后 确 定 骨 形 成 蛋 白

棬斅斖斝棭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暎本研究利用天然型

复合网孔状羟基磷灰石棬斏斎斄棷斅斖斝棭植入 棽例牙

周病患者的椂棸颗患牙骨缺损部位棳以研究斏斎斄棷
斅斖斝在牙槽骨修复中的意义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本临床应用材料由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研究

棸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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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工提供暎斏斎斄 由羟基磷灰石制成棳斏斎斄 与骨

形成蛋白棬斅斖斝棭复合构成斏斎斄棷斅斖斝材料棳经环

氧乙烷消毒后备用暎
棻灡棽暋研究对象

从济宁市某高校宿舍区中选择以便随访暎共

选出符合标准的 棽例牙周病患者的椂棸颗患牙暎
其中男棾棾例棳女棽椆例棳 小棽椃岁棳 大椂椆岁棳平
均年龄 棽灡棾岁暎病例入选条件椇棻棭无糖尿病暍高血

压暍冠心病暍血液病等系统性疾病暎棽棭无长期使用

抗癫痫药物暍免疫调节药物暍心痛定暍抗生素药物

史暎棾棭无吸烟暍不良刷牙方式暍咬硬物暍偏侧咀嚼等

不良习惯暎棿棭无磨牙症暎 棭无严重错畸形暎患牙

选择标准椇棻棭二壁暍三壁骨下袋或栻度根分叉病变暎
棽棭前后牙能提供可靠固位暎棾棭无牙体暍牙髓暍根尖

周病变或已完善治疗暎棿棭非义齿基牙暍无不良修复

体暎 棭无明显畸形或错位暎
棻灡棾暋治疗方法

棻灡棾灡棻暋术前准备暋术前行牙周基础治疗及口腔卫

生指导棳采用配对设计的方法棳根据性别暍年龄暍病
情轻重近似分为斏斎斄棷斅斖斝 组暍斏斎斄 组暍斎斄 组

棬对照组棭暎本次研究将 能代表牙周支持组织健

康状况的牙周附着丧失水平棬斆斄斕棭和牙齿松动度

两项指标作为临床观察指标暎手术及术前暍术后指

标探察均由同一人完成暎
棻灡棾灡棽暋手术方法暋采用植骨术棳内斜切口加垂直

松弛切口棳翻开粘骨膜瓣棳暴露骨缺损区暎分别植

入斏斎斄棷斅斖斝暍斏斎斄暍斎斄棾种生物活性材料棳轻压

塑性棳尽量恢复牙周骨高度棳以不影响粘骨膜瓣缝

合为度暎严密缝合切勿使生物活性材料位于牙龈

与牙根之间暎
棻灡棾灡棾暋术后处理暋行牙周塞治术棳做好口腔护理棳
予有效抗生素及含漱剂预防感染暎对松动栻度及

以上患牙予钢丝结扎固定椄周棳必要时可辅助光敏

树脂固定棳固定必须可靠暎再次检查关系棳确保无

干扰现象暎术后椃斾拆线棳再次牙周塞治椃斾暎术后

每月观察牙周恢复情况棳棽月后开始探察 斆斄斕和

牙齿松动度两项指标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斄斢斢棻棾灡棸软件包进行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棳计量资料用 暲 表示棳组内两两比较暍组间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棳 椉棸灡棸 为差别具有显著性暎
棽暋结果

对 斎斄组暍斏斎斄 组及斏斎斄棷斅斖斝组牙周附着

丧失水平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椇斏斎斄棷斅斖斝和斏斎斄

组存在差异棳有高度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椈斏斎斄
组和 斎斄 组存在差异棳有高度统计学意义棬 椊
棸灡棸棸棾棭暎见表棻暎

表棻暋棾组患者斆斄斕比较棬 暲 棳旐旐棭

组别
斆斄斕棬 暲 旐旐棭

术前 棾月 椂月 棻棽月

斎斄组棬对照组棭 灡棻棸暲棻灡棽棻 棿灡棿棸暲棸灡椆棿 棿灡棸 暲棻灡棻椆 棾灡椆 暲棻灡棻
斏斎斄组棬治疗组棭 灡棾 暲棻灡棽棾﹡ 棿灡棿 暲棸灡椆棿﹡ 棾灡椆棸暲棸灡椆椃﹡ 棾灡椃棸暲棸灡椆椄﹡

斏斎斄棷斅斖斝组棬治疗组棭 灡棽棸暲棻灡棽棿曶 棿灡棸 暲棻灡棻椆曶 棾灡棽棸暲棻灡棸椂曶 棽灡椂棸暲棻灡棻棿曶

暋暋注椇斏斎斄棷斅斖斝组与斏斎斄组比较椇曶 椉棸灡棸棻
斏斎斄棷斅斖斝组与 斎斄组比较椇﹡ 椉棸灡棸棻

对 斎斄组暍斏斎斄 组及斏斎斄棷斅斖斝组牙松动度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椇斏斎斄棷斅斖斝和斏斎斄 组存在差

异棳有高度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斏斎斄棷斅斖斝组

和 斎斄 组 存 在 差 异棳有 高 度 统 计 学 意 义 棬 椉
棸灡棸棻棭暎见表棽暎

表棽暋棾组患者松动度比较棬 暲 棳旐旐棭

组别
松动度

术前 棾月 椂月 棻棽月

斎斄组棬对照组棭 棽灡棾 暲棸灡椄椄 棻灡椄 暲棸灡椄棻 棻灡 暲棸灡椄棾 棻灡棿 暲棸灡椃椂
斏斎斄组棬治疗组棭 棽灡棻 暲棸灡椄棻﹡ 棻灡棾 暲棸灡椃 ﹡ 棸灡椄 暲棸灡椆﹡ 棸灡椃 暲棸灡 ﹡

斏斎斄棷斅斖斝组棬治疗组棭棽灡棽 暲棸灡椄 曶 棻灡棽棸暲棸灡椆 曶 棸灡棸暲棸灡棻曶 棸灡棻 暲棸灡棾椃曶

暋暋注椇斏斎斄棷斅斖斝组与斏斎斄组比较椇﹡ 椉棸灡棸棻
斏斎斄棷斅斖斝组与 斎斄组比较椇曶 椉棸灡棸棻

棾暋讨论

牙周病所致的牙周骨缺损棳是一种渐进性暍不
可逆的病理过程棳临床主要表现为 斆斄斕和牙齿松

动暎如不进行干预棳 终将导致牙齿丧失暎增加新

骨形成暍重建骨组织正常结构棳实现牙周附着恢复

及牙齿稳固是牙周病治疗的 终目标暎通过植入

生物活性材料棳促进牙周骨重建棳成为当前研究热

点方向暎
斎斄是一种磷酸钙材料棳外观为椭圆形半透明

晶粒棳结构与人体骨相同棳其成分和多孔隙及孔隙

相通的特殊结构为新骨成长提供良好的天然环境

和基质棳亦为细胞和支架材料之间提供了 大面积

的接触与贴附棳其降解过程中的高钙产物有利于钙

盐的沉积暎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其有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棳与机体组织有很好的亲和力棳无毒暍无刺激

性暍无免疫排斥反应且能承受缓慢压力椲棾椵暎
斅斖斝是转移因子毬家族中的一员棳它具有一

种诱导软骨和骨形成的独特能力棳能够诱导血管周

围的未分化间充质细胞转化为骨干细胞棳是一种高

效的骨诱导因子椲棿椵暎同时对牙周膜细胞棬斝斈斕斆棭

棻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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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殖和碱性磷酸酶棬斄斕斝斸旙斿棭活性均有较明显的

促进作用棳能诱导其向成骨样细胞方面转化棳促进

钙化形成棳参与骨与牙骨质的重建修复棳还能促进

牙槽骨暍牙周韧带细胞沿根面迁移和生长椲椵暎但单

独植入体内扩散太快棳也易被蛋白酶分解棳对较大

的骨缺损不能提供支架作用椲椂椵暎
单纯的斅斖斝或单纯的 斎斄 在体内扩散太快棳

也易被蛋白酶分解棳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作用于更

多的靶细胞棳其诱导活性难以达到充分的发挥棳因
此棳选择合 适的载 体是非常 重要的椲棾椵暎斏斎斄 与

斎斄相比具有更好的孔隙率和生物相容性棳其多孔

内联互通结构是斅斖斝的理想载体棳符合牙周组织

工程支架材料的要求椲椃椵暎本研究证实斏斎斄棷斅斖斝
具有比斏斎斄暍斎斄更高效暍持久的诱导成骨活性和

骨传导作用暎
本文利用斏斎斄 孔隙率高的优点棳将具有诱导

成骨作用的生长因子 斅斖斝复合到斏斎斄 中棳斏斎斄
可以作为斅斖斝的缓释载体棳延缓了 斅斖斝的快速

扩散棳使斅斖斝在一定时间内在植入局部维持一定

浓度棳保证和促进了斅斖斝诱导活性的发挥暎两者

复合使其具有高效暍持久的诱导成骨活性和骨传导

作用暎然后将形成的复合体移植入牙周病患者骨

缺损部位棳观察牙周病患牙根周区骨修复状况棳并
与牙周病患牙根周骨缺损部位单纯移植斏斎斄 及

斎斄的分组进行比较棳修复效果更好棳明显缩短了

牙槽骨修复时间并增加了牙槽骨高度棳对所得数据

分析有明显统计学意义暎

经临床应用证实棳斏斎斄棷斅斖斝具有很好的生物

活性和组织相容性棳能促进骨组织修复棳在临床治

疗牙周病骨缺损时棳是一种理想的骨缺损重建材

料棳是修复牙周骨缺损的有效途径暎同时棳患者自

身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棳个人口腔卫生的

加强暍自我菌斑的控制暍戒除吸烟的不良习惯暍定期

复查与治疗才能使远期疗效得以巩固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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